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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12 月 7 日，观众在亚洲象博物馆了解中

国野生亚洲象生存现状。

▶12 月 7 日，西双版纳野象谷，游客

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体验象粪造纸的独特

工艺。

◀12 月 7 日，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，“象爸爸”们

在对收容救助的野象进行野外生存训练。

▼12 月 10 日，参会者在第三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讲述亚

洲象科研、救护、繁育等方面取得的成果。

▼12月 8日，位于景洪市大渡岗乡的亚洲象创意体验园内，工作

人员向小朋友介绍景洪市的吉祥物之一“景景”，它的原型是一头憨

态可掬的亚洲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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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野象出没！”在云南西双版纳野

象谷一期观象栈道，人们循着导游的声

音看去，茂密的原始森林间，一头大象正

带着小象在嬉水、觅食，温馨和谐的画面

让人感动。

3 年前，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

之旅举世瞩目，人象和谐场景让亚洲象

保护工作广为人知。亚洲象作为亚洲现

存最大陆生哺乳动物，属国家一级保护

动物，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、普

洱和临沧。

多年来，云南省持续加强亚洲象保

护，于其分布区设立自然保护区，精心呵

护栖息地。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

育中心，这里的工作人员被亲切地称为

“象爸爸”，他们长年投身亚洲象救护救

助工作，并积极对其进行野化训练，助其

回归大自然。中心成立至今，已实施野生

亚洲象收容救护救助 25 头次，2024 年

5 月成功放归 1 头且野外生存良好。此次

放归为后续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，增强

了保护管理能力。

为打造人象和谐共处的美好图景，

云南省不断完善亚洲象监测预警体系，

运用智慧化手段，减少干扰的同时缓解

人象冲突。2024 年，云南省野生动物公

众责任保险投入超 1 亿元，亚洲象分布

区占约 65%。保护成效显著，我国亚洲象

种群数量已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40 多头

增至目前的 300 多头。此外，

云南省积极创建亚洲象国

家公园，全力构建人象和

谐的新型保护发展模式。

▲12 月 8 日，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

野象谷，野生亚洲象在这里悠闲觅食。

◀12 月 9 日，位于景洪市勐罕镇的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内，

以大象和孔雀形象衍生出的花车造型深受游客喜爱。

▲12 月 7 日，游客在野象谷景区游览。


